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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笔者在上海家庭教会重生得救、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结合这次论坛“三源合

流”的主题来思考上海家庭教会的属灵传承、具体操作和神的带领，最后从“三源合流”的

角度反思过去并展望未来。笔者才疏学浅、灵命尚浅，下面的思考和总结中肯定有不全面和

不完善的地方，请读者海涵并多多指正。 

一、神学属灵传承 

提到上海家庭教会，就离不开中国的家庭教会；而提到中国家庭教会，就不能不回顾中国

教会的历史。1949 年前，中国教会通过西方差会继承了西方新教的宗教改革传统；1949 年后，

中国教会被苦难炼尽，有了“自己独特的品格和真理立场”；
1
 一句话总结家庭教会信仰的核

心，就是“以圣经为根基的教义，及教会独立于政治的政教观。”
2
 中国家庭教会开始于 1955

年王明道先生的《我们为了信仰》的发表，代表了广大持正统信仰的基督徒的心声。“1970

年代后，主要是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家庭教会在农村得到较大的复兴。90 年代后期，这

个复兴运动的重心转向城市。”
3
  

具体到上海家庭教会，“1979 年上海开始有了家庭教会，之后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恢复性的复兴，过去信主的人恢复了信仰。第二阶段是宣教士进入大学做工，有年轻

人信主。第三阶段，中国人做学生工作，是在 1989 年以后，有了学生团契。上海传统的家庭

教会也开始转型，有了自己的擘饼同工会，从前都是老传道人在服事。第四阶段，到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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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由小组团契转为主日崇拜，上海教会的主日崇拜恢复得很晚。”
4
 

上海家庭教会发展期集中在 80 年代属灵老前辈从监狱出来之后。这些老前辈开始在家中

聚会，并被其他的家庭教会邀请去教导，从而影响了整个上海家庭教会。因此上海家庭教会

神学属灵传承上受这些老前辈影响较大，如：2016 年五月归天家的李天恩老弟兄、毕业于贾

玉铭院长之灵修神学院的杨培滋老弟兄、在职场有着美好见证的颜鸿斌老弟兄、还有陈世圻

老弟兄。
5
 这些前辈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为主受过苦，为主做过美好的见证，生命经过

了火般的试炼，彰显了十字架的荣耀。 

这些前辈们在讲台和日常工作生活中，言传身教，以生命影响生命。因此笔者作为属灵的

晚辈，从他们领受到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核心家庭教会信仰，更直接的领受是这些属灵前辈

薪火相传的属灵传承：注重“圣徒传统和生命的道路”。 

李天恩老弟兄早年在“耶稣家庭”生活过数年，大学时神呼召出来读神学院，1950 年毕

业于内地会背景的杭州神学院。一生服事主半个多世纪，为传福音坐牢四次，三次面临被枪

毙的命运。有牧者评价李老弟兄：“是河南教会的根，是上海教会的光”。
6
 李天恩老弟兄讲

道注重神在他身上的大能和见证，激励了许多弟兄姐妹；并强调基督徒要走“内在生命道路”，

也就是要对付和破碎老我，让来自神的新生命不断长大，且基督徒要受苦，要走十字架的道

路。其“内在生命道路”的思想在以下文字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属灵的高峰是在里面爬上

去的，里面顺服神；若在外面受苦，哪怕坐监牢也白坐”。
7
 

杨培滋老弟兄毕业于贾玉铭院长的灵修神学院，非常严谨，注重圣经原文和解经式讲道，

经常讲新约每个字的希腊文原文的语法。笔者对此印象非常深刻，甚至还受激励还要自学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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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文和希伯来文，以便更好地学习神的话。 

笔者第一次到上海家庭教会听道，正好就是颜鸿斌老弟兄在传讲信息。笔者顿时感到和别

的地方不一样，且第一次被信息感动。同样一句经文，
8
 从老弟兄口中传讲出来就不一样；弟

兄姐妹能真实感受到老弟兄的生命在流淌，这真的是“以生命影响生命”。最喜欢颜老弟兄

的讲章，开门见山会告诉会众有几个要点，结束时再回顾一下这几个要点，使会众记忆深刻。

同时神还给颜老弟兄一个负担：办基督徒养老院，解决孤老基督徒的晚年养老问题。我们也

定期到养老院探访属灵前辈，我们自己每次也受益良多，为前辈的生命见证所激励。 

陈世圻老弟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竖版繁体字的圣经，据说是从解放前读大学时就一直

在用的。他的讲道来自圣灵在每句经文上亲自的带领，讲出来的都是自己的亲身领受，大家

感觉非常真实，非常受用。 

总结上海家庭教会的神学属灵传承如下： 

1）注重圣徒的言传身教： 

属灵老前辈的属灵传统可以归结为：基要福音派（注重圣经）和地方教会
9
（注重内在

生命）；同时承传王明道先生以降中国家庭教会的教会观：政教分离。 

2）静观传统：注重个人内在生命，和神的关系
10
 

也有作者总结家庭教会的神学传统为“敬虔的生命”传统，“前辈们受苦如此之多，

操练敬虔，当然不是徒然的”
11
。 

 

二、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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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经：圣灵的带领 

以圣经为根基,唯独圣经。高举圣经在个人和教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圣经是神的话，是生

命。特别强调圣灵在读经时对每个基督徒的带领，不推荐在个人还没有领受从圣灵的光照下，

就去囫囵吞枣读解经书。 

2.祷告：个人、集体、禁食祷告 

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重视个人和集体的祷告，有的教会提倡每月禁食祷告一天。每次传

道人讲道前，同工和传道人也会到祷告室一同祷告，求圣灵同在，使讲的和听的同得造就。 

3.灵修：个人和神的交通；圣灵带领 

强调每天早晨就最美好的时间献给神，亲近神，从神的话语中支取力量，每天过得胜的生

活。 

4.聚会：小型家庭聚会 

由于外部环境的原因，一直偏爱小型家庭聚会。但近年有所改变，也开始租用商用楼宇聚

会，规模也有所扩大。 

 

三、神的带领 

感谢神！神的大能保守上海的家庭教会没有消亡，反而越来越兴旺。回顾过去，我们清楚

地看到属灵前辈美好的见证对上海家庭教会的激励，神为他自己留下“七千不曾向巴力屈膝

的”，这些老弟兄正是符合神心意的仆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些神所器重的仆人出狱后，

给上海家庭教会带来了极大的复兴。从这个意义讲，上海家庭教会应该是非常注重“圣徒传

统”的。 

结合这次论坛的主题，从“圣徒传统”看“三源合流”，上海家庭教会的神学属灵传承主



要体现在： “敬重属灵前辈的圣徒传统，以生命影响生命及生命的交通、高举以圣经为根基

的教义以及强调圣灵的启示和生命更新”。当然从“三源合流”的角度讲，上海家庭教会比

较注重“圣徒传统”，但还需要学习传统福音派对圣经文本的重视，以及在圣灵传统上要追

求圣灵大能的带领。只有做到这三个传统并重，才能在属灵生命成长、教会建造和国度连接

上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反思和展望 

对照教会的两个使命：“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上海家庭教会的文化使命开始在逐渐开

展，社会关怀、社区工作都在开展；但福音使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相对于温州、河南安徽

的家庭教会，上海家庭教会对外面的宣教事工关注和投入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客观的

外部环境的压力，单个家庭教会的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是神学上对神的国度观认识不够，认

为单个的家庭教会只需听从神那里来的启示，而忽略了神的心意也在整个“不可见的教会”。

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困难，这次论坛提倡的“国度连接”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上海还有很多新兴城市教会以及不同群体教会，我们需要放弃宗派的成见，“我们不可圣

化受苦、画地为牢，忘记除家庭教会传统，我们还有宗教改革传统，还有大公教会传统，更

有初期教会传统乃至圣经传统”；
12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领受祝福的

途径。这是在各宗派的传统持守中，神的荣耀得以在不同领域大大彰显”。
13
 同时持开放心

态，与不同的基督肢体进行连接，共同完成福音大使命。 

观念的更新和改变是第一步，“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衷心祝福上海家庭教会以

及中国家庭教会能在同一个元首主耶稣基督的的带领下，本着“身体合一”的原则，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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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圣灵、圣徒”三个引擎的推动下，建造教会，完成主在新时代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托付。 


